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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银杏叶所构成的自然美景同音乐艺术的动静结合，相得益彰。

此次为期一个月的展演和培训
的缘起就是中国滑稽戏诞辰110周
年。参加的滑稽剧团，上海三家（上
海滑稽剧团、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
上海市青年滑稽剧团），江苏三家
（苏州市滑稽剧团、无锡市滑稽剧
团、常州市滑稽剧团）、浙江一家（杭
州市滑稽剧团）。据滑稽戏的老观
众都说，看滑稽戏几十年，各大滑稽
剧团如此齐整地汇集到上海，这非
常罕见。

这些中国最顶尖的滑稽剧团将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于日本东京创
办春柳社，开展文艺研究和演出作为
中国滑稽戏的起点。但是人们明显
地感到，即便是10年前，中国滑稽戏
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所有的庆典加
在一起也没有如此盛大。这其实和
近年滑稽戏生存的整体状况有密切
的关系。

应该说，各地滑稽艺术的生存与
发展其实还是比较艰难的。其一，滑
稽创作水准下降，随着老一辈作者的
退休，作者队伍出现断层，“滑稽勿滑
稽”（滑稽不滑稽）成为一个严峻的问
题。其二，随之而来的就是观众的大
量流失，老观众在老去，青年观众因
为娱乐生活丰富，他们当然很难被

“勿滑稽”的滑稽所吸引。其三，青年
演员难以快速成长，他们还远没有像
前辈演员那样为大众广泛接受。在
这种情况下，7 家滑稽剧团抱团取
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需要。而此次
的纪念中国滑稽戏诞辰110周年系
列活动，其实也就是各大院团展现整
体实力的一种表现。

据青年报记者的观察，7家滑稽
剧团虽然所用方言各不相同，但其实
就滑稽艺术来说，他们都是同宗同
源，无论是招笑的机制和方法，还是
表现形式都是一样的。这也就为他
们抱团，进行整体风貌的展示，进行
演员的集中培训奠定了基础。一个
月中，首次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中国滑
稽戏中青年演艺骨干培训班，主办方
之一的上海滑稽剧团请来尚长荣、王
汝刚、钱程、徐维新等戏曲曲艺名家
来给学员们上课。参加的都是各院
团最顶尖的中青年演员。用苏州市
滑稽剧团副团长张昇的话说，全国滑
稽院团的中青年演员大概也就是
100来位，唯有加强整体培训学习，
未来滑稽艺术才有希望。

从展演来看，无论是昨晚压轴的
上海滑稽剧团的《皇帝勿急急太监》，
还是其它的6部大戏，都是各大滑稽
院团近年排演的新作，都表现出了一
种极高的水准，正如一位观众对青年
报记者说，过去看滑稽戏，一部两部
不觉得什么，现在如此集中地高水准
展示，让人重新看到了滑稽艺术未来
的希望。

应该说，现在的滑稽艺术还是具
有产生佳作、培养新人、吸引观众的
条件的，只是需要一个更全面的呈
现。正如王汝刚昨天说，不管是上海
滑稽，还是苏州滑稽、杭州滑稽，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就是“中国滑稽”。现
在各大滑稽院团应该减少地域门第
的观念，相互地切磋学习，齐心一致
推动滑稽事业的发展，把“中国滑稽”
打响。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7年上海市民文化
节艺术创客大赛颁奖暨成果展，前天
在普陀区文化馆揭幕。市民所展示
的非凡的创造力让人叹为观止。这
也进一步说明，高手在民间。

“创客”指勇于创新，努力将自己
的创意变为现实的人。今年上海市
民文化节举行艺术创客大赛，就是像
隐匿在民间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高人
广发英雄帖。本次大赛以“创意点亮
生活”为主题，历时8个多月，共收到
参赛作品千余组，包含了绘画、雕塑、
手工艺品、平面设计、科技产品、生活
用品等多个方面。大赛最终评选出

“百位艺术创客”。
民间的创造力到底有多少惊人

之处呢？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种金砖
工艺。金砖又称“御窑金砖”，是五百
年前铺在紫禁城宫殿中的高质量方
砖。此次怡心斋的民间手工艺人们
将皇宫的地砖转化制作成古朴而又
富有艺术气息的金砖花盆和壶承。
不仅饱含了丰厚的人文气息与传统
创新，也是传统精神的一次穿越，更

是让其物以致用，让文物走出库房，
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

在大赛中，不少创客都表达了环
保理念，关注环保，关注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他们运用再生能源、废弃材
料、环保材料等制作作品，形式上也
不断创新。宝山实验学校12岁的学
生王于前一幅巨大的《向保罗·克利
致敬》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
是王于前用向全校同学征集过来的
废弃文具制作的一幅画家保罗·克利
的人物作品，喜爱画画的他想用这种
方式向自己的偶像致敬。

而徐汇区美高双语国际学校14
岁的学生周臻翔则将高科技融入了
自己的创意之中。他制作了一个灯，
这个灯能感应温度、提示时间，环形
灯条的颜色变化用来表现温度的高
低，温度越低颜色越偏蓝，反之则偏
红。圆形转盘的位置则可以用来示
意时间。

主办方告诉记者，艺术创客大赛
充分展示了民间巨大的创意的能量，
尤其是一些孩子的创意，让大人也望
尘莫及，这也让人看到了未来文化创
意的希望。

创客大赛展示民间非凡创意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当下正是银杏叶黄的时
节，朋友圈里都在晒此美景，甚至市
容绿化部门还推荐赏叶的景观地
带。在上海音乐厅门前广场上，也有
一大片银杏林，而将音乐会和银杏落
叶结合在一起，几年来已经陶醉了无
数市民，上个周末，它也再度亮相，今
年甚至还特别增设了晚场。

每年秋冬之交，上海音乐厅南广场
西侧杏叶满地，在这场与自然仿若合一
的诗意空间里，“银杏音乐会”成为了上
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今年，这一户外
公益性品牌迎来了第五年，本季音乐会
依旧面向所有市民开放，通过预约形
式，市民可以免费欣赏，没有预约上的
观众也可在南广场外围欣赏。

本季“银杏音乐会”以纪念贝多
芬逝世190周年为主题，用钢琴展现
这位站在黎明时带的巨人——贝多
芬的白天和黑夜，贝多芬对大自然的

深爱和他的个人意志，都反映在了他
的音乐里。为此，音乐会还首次尝试
晚场形式，多媒体的介入、灯光的铺
陈不仅是对音乐的诠释，也是对自然
的另一种解读。

本场音乐会的选曲也非常亲民，
曲目单包含《A小调巴加泰勒（致爱丽
丝）》、《土耳其进行曲》、《第六号交响
曲“田园”》等经典作品，《第六交响曲

“田园”》描绘了贝多芬在乡间散步，
亲近大自然的悠然体验，这部“比绘
画更表达情感”的交响曲被移植到钢
琴上，在这银杏飘落的季节聆听再适
合不过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厅和赞助
商合作致力于助推中国年轻艺术家

“敢创计划”，选择了“银杏音乐季”作为
首个合作项目，把上海音乐厅这一标
志性品牌项目从上海推广到了全国，
从10月底开始，跨越了全中国12座城
市展开巡演。上海音乐厅的这两场，
也是此次“银杏音乐季”收官站演出。

上海音乐厅再推“银杏音乐季”

一地金黄落叶中赴一场贝多芬之约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随着影视市场的扩大，
除了本国的创作资源，到文化相近的
日韩寻找优质剧本资源，也成了不少
电影的选择。昨天，根据日本著名作
家东野圭吾畅销小说《解忧杂货店》
改编的中国版同名电影主创团队，来
到沪上和原著的书迷见面，此前，影
视圈这类作品本土化改编屡屡遭质
疑，对此，导演韩杰表示，影视化的改
编一定是对原著小说的高度尊重，才
会有探索性的改造，而且改编时注意
了一点，即转到中国故事后，不丢掉
中国文化的根。

小说《解忧杂货店》被誉为“东野
作品史上最令人感动之作”，“不是推
理小说，却更扣人心弦”，该书全球累
计发行量超过500万册，在豆瓣获得
超 22 万人评论以及 8.6 的超高评
分。2016年，万达影业与英皇影业
携手宣布开启中国版同名电影之后，
被业内外一直认为是最受期待的一
部IP改编作品。

不过，此前苏有朋导演改编的东

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以及黄磊
打造的中国版《深夜食堂》，都因为观
众的高期待值，最终遭到了质疑，《解
忧杂货店》能破除这个怪圈吗？导演
韩杰是贾樟柯力荐的青年导演，他对
自己这部作品似乎很有信心，举行了
全国书迷分享会，每一站都是直接面
对嘉宾质疑。

同样是治愈系的《深夜食堂》，中
国版电视剧口碑不好，日本原版电影
口碑好，票房却一般，治愈风格适合
本土影视化改编吗？韩杰表示，在尊
重原著的前提下会有改造：“在改这
个电影的时候，我抓住两个点，一个
是类型上给它做成青春励志类型，另
一个还是讲中国式情感，无论是西方
小说，还是日本小说，凡是转译到中
国这个故事上，你不能丢到中国文化
的根。”此外，中日文化同根相连，韩
杰认为用中国故事讲述其实并不是
难题。

同时，主创团队还表示，改编过
程中碰到不适合中国的故事，会进行
删减或改造，原著解谜式的快感，则
使用了不少细节来铺垫。

国外畅销书改编屡屡遭质疑

韩杰导演：本土化不是难题

全国七家滑稽剧团沪上聚首

“中国滑稽”再出发 先把名头打响
在过去的一个月，曲艺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国

（主要指苏浙沪）的7家滑稽剧团悉数到齐，将他们的最新
作品拿到上海来汇演，并且罕见地集中了4家滑稽剧团的
21位演员，为他们开设了首届中国滑稽戏中青年演艺骨
干培训班。这其中传达的信息十分耐人寻味。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文化动态


